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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5 年，大规模的清剿土匪和“镇反”运动已经基本结束，但是隐藏在党政

机关和企事业等单位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尚未肃清，一些顽伪人员和军政警宪等

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，混进了各行各业，隐蔽在各个角落，有的占据了领导岗

位，严重地影响了我们党的方针政策的落实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。因此，

良乡县委遵照上级的有关指示，从 1955 年全面地开展了“肃反”工作。 

县委成立了“肃反”工作五人领导小组，县委常委、工会联合会主席胡长存同

志主抓“肃反”工作。下设“肃反”办公室，由谭书生同志任办公室主任，并从文教、

供销、粮食等单位抽调一批以党团员为骨干的“肃反”工作人员。 

1955 年 10 月，我被抽调搞“肃反”工作，各单位被抽上来的，全部是党团员

骨干，一共抽调 40 多人。为了搞好“肃反”工作，我们这些人，在县城先要进行

学习和培训，在学习培训时，主管领导特别要求我们：一是要掌握党的“肃反”

方针政策和界限。方针是：“提高警惕，肃清一切特务分子，防止偏差，不冤枉一

个好人”；政策是：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立功赎罪，立大功受奖”；界限是“只有

百分之五的是坏人”。二是要掌握和了解敌特、反动党团的组织系统及各个时期

名称变化的情况。还要了解各种反动道会门的发展状况，组织设置的情况。要

掌握政策界限，要知道什么是反革命，什么是一般政治历史问题，以及怎么确

定敌特的界限等等。三是要掌握调查取证的工作方法和注意事项。除此，特别

要注意的是：严格保密纪律，不得对任何人讲有关“肃反”工作的情况，有人问干

什么，就说搞扫盲工作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培训，骨干队伍形成了，领导

上对这样一支队伍寄予了很大的希望。 

文教系统抽上来的骨干 20 余人，大体上分内勤组和外勤组。内勤组 5 人，

在办公室工作，职责是：负责审查档案，列外调提纲，审查外调回来的材料，

对是否结案提出意见。外勤组 10 多个人，职责是：根据内勤列的外调提纲去搞

调查。一般问题是走村串乡的搞调查，重点人的问题，或去北京，或南下河南

等五省，或北上黑龙江，还有的三下（河北省）南宫，不惜跑路，不惜花钱，

为的就是要把问题搞清楚。不冤枉一个好人，不放过一个坏人。那时我在驻北

京的外调组工作，负责人是原良乡三区区长段士奎，他带我们跑遍北京的各区

公安局、公安部门、双桥砖厂等单位，我不断地往来于北京良乡两地，经过四、

五个月的详细调查，对重点人的问题基本搞清了，这样，就为“肃反”工作做好了

必要的准备。 

1956 年 7 月初，教育系统教职员工 590 余人，集中在良乡中学开始“肃反”



学习。当时教育系统，算是一支人员较多的队伍，在这支队伍中，有些人员的

政治身份及其履历确实是较为复杂的。那时，良乡县完全小学 20 余所，学区十

七八个。经我们调查，有的完小主任是三青团员，有的是国民党员，有的是国

民党的情报员，有的是中统特务。有的学区校长是日本翻译，还有的是黑龙江

的外逃犯当了学区校长。有的老师是三青团区分队长，有的老师是国民党的情

报员，有的老师是国民党的区分部委员……这些人，他们平日里都自称是公职

人员，但是他们真正的底细却隐藏了起来。集中后的老师，参加了“坦白从宽，

抗拒从严”的动员大会，会上领导讲了党的“肃反”方针政策。通过听报告，反复

学习讨论，大家提高了认识，那些没问题的和一般问题的，都获得了解放。留

下的是一些重点人，外调人员参加到重点人小组，对他们进行重点帮助，通过

摆事实，讲道理，让他们放下包袱。只要他们交待的与我们外调掌握的基本相

符，就作出历史结论。这次“肃反”，原来确定的 30 名重点人，最后落实的有中

统特务 4 人，反动党团骨干 6 人，国民党的情报员 3 人，有人命的 2 人（后被

逮捕），党员通讯网的 4 人，伪军政人员 4 人，日本翻译 2 人。其中，既往不咎

的 1 人，一般问题的 4 人，送劳动教养的 3 人，被开除的 10 人，其余的留用了。 

经过这次“肃反”，教职员工的底数清了，情况明了，纯洁和净化了教师队伍，

奠定了教育为政治为工农服务的思想基础，从而促进了教育事业的繁荣与发展。

1956 年 10 月，小学教职员工的“肃反”工作基本结束，之后，我回到了黑古台小

学工作。 

1957 年 10 月，我再次抽去搞“肃反”工作，住良乡县委北院内。这次主要是

对中小学“肃反”工作的遗留问题进行复查，同时还要参加公私合营等单位的“肃

反”。当时的单位有：联运站、顾册铁厂、农机厂、服务公司、联合诊所、兽医

站、市里下放的陶瓷厂、文具厂、长阳农场四大队和二大队等单位，其人员情

况很复杂，当时被抽去的，文教的 10 人，县社的 10 人，还有粮食局的，联运

站的，公安局的，检察院的，这些单位抽去的人比较少。我们这些人，大都是

1956 年“肃反”工作的骨干，领导交给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检查督促，搞好“肃反”

的审查工作。 

1958 年房山良乡两县合并后，我们搬到房山西大街路南（县委交通员宿舍）

院内，后又搬到房山北大街路西检察院内办公。我们这 20 多人主要是对一些单

位的人员进行内查外调（另有十来个人在东方大街路北院内搞审干）。那时候搞

外调，一个人独立作战的时候多，很辛苦，我独自一人就去过唐山盐场（劳改

队）、大兴、徐水、唐县等地，在去唐县那一次，我要找的人已离家修西大洋水

库去了。于是我又赶忙到西大洋水库去找，在工地上，我看到了千军万马大干

快上修水库的场景，在那热火朝天的劳动人群中，我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人，打

了证明。经过几个月内查外调的准备工作，于 1958 年 7、8 月间，上级将联合

诊所的医生，兽医站的兽医，分别集中在原良乡县政府院内和原良乡县委院内

进行“肃反”。人员多的单位，在本单位搞，人员少的单位如服务公司，则由“肃反”

办公室直接负责，对重点人统一搞外调。在此期间，我曾被派往茶淀农场做过



调查，我还同另外一个人去固安县专门调查一个武装保长带枪的问题（此人在

服务公司是修表工），为了把问题彻底搞清楚，我们在彭村乡走街串户整整调查

了 20 天。10 月，“肃反”工作进行后期扫尾。领导交给我的工作任务是：与办公

室的石玉柏同志到良乡陶瓷厂、文具厂、轮胎厂进行“肃反”审查；去长阳农场，

检查对下放人员的“肃反”审查和重点人的外调情况；对良乡农机厂、服务公司、

兽医站的重点人进行重点帮助，白天同他们一起参加炼铁劳动，晚上给他们反

复讲政策，促使他们彻底交待问题。1959 年初，肃反工作基本结束，尚遗留的

问题，移交到审干办公室。春节过后，领导对“肃反”工作做了简要的总结，至此，

房山县的“肃反”工作划上了圆满的句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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